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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研究简报 

欧盟提减排方案 碳关税引争议 

 

摘 要 

 

近期极端天气多发，气候变化不仅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重要议题，

也已然成为各国博弈的主战场。7月 14日，欧盟委员会公布“Fit for 

55”减排方案，此方案以更具体的方法助力欧盟落实 2050 年零净排

放目标。其中的碳边境调节机制，即所谓“碳关税”引发热议。一旦

落实，中国作为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欧出口很可能受到较大影响。

诸多国家亦质疑欧盟此举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规则，形成绿色贸

易壁垒，造成地缘政治紧张。同时，美国也在谈论建立碳边境调节机

制的可能性，不排除其成为美国贸易保护的工具。当前，全球在低碳

议题上处于共同探索阶段，中国可以利用这一重要机遇，贡献中国智

慧，为世界低碳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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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日益严重：近日北美洲出现罕见的热浪，

欧洲出现罕见的洪水，位于亚洲的中国则出现了罕见的暴雨，极

端天气再次表明气候变化带来的灾害谁也没法逃避。气候变化不

仅再次吸引人们高度关注，也已然成为各国博弈的主战场。今年

4 月，拜登邀请 40 位国家和国际组织领导人召开全球气候峰会，

围绕碳中和的大国博弈进入白热化阶段，同时全球低碳经济竞争

也日益激烈。 

 

一、欧盟大刀阔斧推行减排计划 

7 月 14 日，欧盟委员会公布“Fit for 55”减排方案。此方案

提出更具体的措施助力欧盟落实 2050 年零净排放的目标。新方案除

了提高原有再生能源发电比例和能源效益要求之外，还提议将分别占

欧盟温室气体排放 22%和 35%的建筑物和交通置于一个新建的排放权

交易机制（ETS）之中，以补足过去原有针对能源业和工业的 ETS。 

同时，2005 年 ETS 实施以来获得免费排放权的欧盟企业，未来

十数年内也将逐步失去其免费排放的额度。欧盟还计划将 25%从新增

ETS得来的收入用于资助境内低收入人士购买新能源汽车、更新楼房，

并为新增的交通和能源支出作补偿。 

此方案需要 27 个成员国和欧盟议会同意才能实施。由于其全欧

“一刀切”的性质，经济发展程度较落后、较为倚重低成本优势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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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国家料将提出各种反对意见。在方案提出后，欧盟的汽车业、航

空业和重工业界代表已马上提出抗议。 

 

二、全球首个“碳关税” 

欧盟“Fit for 55”方案在全球层面最具争议的是其“碳关税”

的提案。在方案中，欧盟制定碳边境调节机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目的是要防止欧盟企业将在欧盟境

内生产某类商品的排放成本转移到非欧盟国家，即利用境外生产再进

口欧盟——此称为“碳泄漏”（Carbon Leakage），以实现保护欧盟

企业的竞争力、保障欧盟实现其更新后的减排目标，并激励贸易伙伴

采取更强有力的减排措施的目的。分析指出，CBAM 要求欧盟的进口商

为其进口商品的碳含量购买价格与欧盟 ETS 相等的证书，使得所有的

受到管制的进口商品都不会因为不在欧盟生产而能逃避欧盟的碳排

放成本，即所谓的“碳关税”。 

目前，“碳关税”在监督和执行机制上有明显困难——例如欧盟

难以查找某商品在别国的碳排放水平等——因此欧盟预计会在 2023

年首先将规管范围局限于碳排放密度较高的商品，包括混碍土、钢铁、

铝、肥料、电力等，随后再逐步扩展至其他商品，并在 2026 年前最

终确定。但是，由于立法过程涉及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

会之间的复杂谈判，CBAM 的具体设计方案和实施时间表仍存在一定

变数。 

 

三、新的“绿色贸易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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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受能源消费结构、生产技术、产

品贸易结构的影响，中欧间贸易的隐含碳排放高度不对称。有研究表

明，2018 年中国从欧盟进口产品的隐含碳排放仅为 0.3 亿吨二氧化

碳，而出口欧盟的隐含碳排放达 2.7亿吨。因此，中国对欧出口很可

能受到欧盟 CBAM 的较大影响。 

联合国贸易发展组织发表最新报告警告称，欧盟 CBAM 可能会改

变贸易模式，有利于资源效率高、工业生产碳排放较低的国家，但对

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可能产生不利影响，与此同时，对缓解气候变化作

用不大。  

报告显示，如果欧盟碳边界调整机制以嵌入式二氧化碳排放每吨

44 美元的价格实施，发展中国家作为限制目标的碳密集型行业的出

口将减少 1.4%，如果以二氧化碳排放每吨 88 美元的价格实施，出口

将减少 2.4%。 

在这两种情况下，发达国家不会遭受出口下降。同时，CBAM 将在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产生类似的福利差距，而在这两种情况下，

发达国家都会比发展中国家处境更好。报告分析，如果欧盟碳边界调

整机制的碳价格为每吨 44 美元，发达国家的收入将增加 25 亿美元，

而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将减少 59亿美元。 

早在 4 月，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曾发表共同声明，表示反对

欧盟的碳边境税计划，认为其是“歧视性的”和不公平的。诸多国家

亦质疑欧盟此举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规则，形成绿色贸易壁垒，

甚至会导致对欧贸易政策转变，造成地缘政治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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